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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在飞机上开手机”正在成为历
史。1月18日起，东航部分航班的旅客可以
在飞机上使用手机，甚至可以连接飞机上
的无线局域网。海航、春秋等多家航空公
司也宣布了在飞机上给手机“松绑”的新规
定。这样的改变是如何实现的？将给旅客
和产业带来怎样的影响？

飞机上“松绑”手机：网速比想象
得快

“2018 年 1 月 18 日起，欢迎大家，率先
开机！”东方航空公司宣布 18日零时起，部
分客机的旅客可在飞机上使用“飞行模式”
的手机、平板电脑（Pad）、笔记本电脑、电子
阅读器等便携式电子设备（PED）了，但需
关闭蜂窝移动通信功能。

海南航空公司更是抢先一步，于 17 日
晚起飞的 HU7781 海口至北京的航班上开
放便携式电子设备使用。春秋航空也宣
布，将为手机“松绑”，旅客可以在飞行中使
用开启“飞行模式”的手机。

“网速比想象得快”“上网效果不错”，首
批尝试空中“上网”的旅客纷纷在微博上发
出自己的使用体验。东航和海航更是分别
在官方社交媒体上“晒出”乘客与家人视频
通话、空姐在飞机上网购的短视频和图片。

边飞边玩受到旅客的热捧。旅客左先
生表示：“以前在飞机上就是睡觉，无聊的
时候看看杂志，其他就没有什么事情了，以
后我可以发发朋友圈，打发无聊，挺好的。”

过去，中国民航的飞机上禁用手机，违
反者还将面临处罚，如今为何要解开禁令？

中国民航局 15 日发布的《机上便携式
电子设备（PED）使用评估指南》提到，“近
年来，中国民用航空局为了满足广大旅客
需求，根据中国国情，经过技术测试、规章
修订等一系列工作，认为开放机上 PED 使
用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据悉，根据指南完
成评估工作的各家航空公司，才能开放便
携式电子设备在飞机上使用。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教授邹建军
说：“这意味着民航局把是否开放使用便携
式电子设备的权力下放给航空公司，但航
空公司必须要在符合标准的前提下逐步开
放。出于安全和国防的考虑，飞机上曾禁
用手机，但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及旅客对乘
机体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才对手机禁令
进行了调整。”

航空业必须“飞”进互联网时代

在飞机上使用手机上网，并不只是广
大旅客的梦想。早在 2012 年，东航集团总

经理马须伦就曾畅想过空中无线局域网的
广阔前景。他说：“旅客对上网的要求是

‘随时随地’，航空业也必须‘飞’进互联网
时代，这是信息时代对航空业发展提出的
新要求。”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曾提出，
空中使用手机会对地面网络造成干扰。美
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从1993年起明确
禁止在飞机上使用手机。随后，全球各国
纷纷效仿，禁止在飞机上使用手机。

2013 年 10 月，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认可绝大多数商业航班可以承受来
自便携电子设备的电波干扰，宣布“解禁”
便携电子设备。近年来，美联航、汉莎航
空、全日空等国外航空公司早已推出空中
上网服务。

这也使得国内航空公司长期以来在飞
机上禁用手机的规定备受争议。

业内人士表示，当旅客需求与投入成
本能够实现一定的平衡时，航空公司就有
意愿提供空中上网服务。

目前，东航已在 74 架飞机执飞的全
部国际远程航线及 166 条国内重点商务
航 线 上 提 供 无 线 局 域 网 。 海 航 的 波 音
787-9 机队中 17 架客机已实现空中接入
互联网。

改装一架“联网”飞机花200万
元 “空地互联”需寻找商机

国外航空公司早已启动“空地互联”的
服务，有不少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中国航
空公司的空中上网服务将来会收费吗？

受访航空公司表示，暂时没有收费的
计划，国内航空公司在“空地互联”的运营
模式上与国外航空公司不同，国内市场很
难实现收费，未来国内航空公司会摸索新
的商业模式，比如与电商合作等。

以东航为例，目前东航提供的空中上
网服务是免费的，暂时没有制订收费计划。

为满足上网要求，飞机改造、硬件安
装等这些为“空地互联”投入的成本不
小。有航空公司透露，改装一架具有空中
互联功能的飞机大约需要花费人民币 200
万元。可见，要实现商业成功还面临较大
挑战。

邹建军认为，有关部门会对市场进行
监督，航空公司并不能因为提供上网服务
而随意收费，在如今我国的互联网应用环
境下，共享概念会被引入飞机的上网服务，
航空公司也需要进行更多的探索，在其中
找到新的商机。

（新华社发）

空 中 可 以 玩 手 机 了 ！

普洱茶致癌？
专家：普洱茶样品中黄曲霉菌

数量很低

【案例】2017年，一篇“喝茶能防癌还是
致癌”的文章认为，普洱茶中有各种霉菌，
其中存在对人体有害的黄曲霉毒素。

【解读】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宗懋：黄曲
霉菌喜欢在含有一定脂肪和蛋白质含量丰
富的物质中生长繁殖，并形成毒素。普洱
茶是一种脂肪和蛋白质含量都很低的农产
品，普洱茶的生产过程也不利于黄曲霉菌
的繁殖和毒素的产生。另外茶叶里的茶多
酚等成分对黄曲霉菌有抑制作用。被抽检
的茶叶样品，特别是普洱茶样品有黄曲霉
菌的数量是很低的。

普洱茶在储存的过程中必须保持干
燥，建议消费者在选购普洱茶时，如果发现
茶饼明显发霉（比如起白霜、有霉点）或味
道不好时不要购买。

无矾油条＝无铝油条？
专家：国家对含铝食品添加剂的

使用有严格标准

【案例】一些地方对市面售卖的油条进
行抽检，发现部分餐饮机构所制作、售卖的
油条产品存在铝超标的情况。

【解读】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谭斌：无矾油条不等于无铝油条。国内外对
含铝食品添加剂有充分的研究，并对其使用
范围、使用量及残留量制定了严格的标准。
只要食品中铝残留量符合国家标准规定，就
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抽检样品中铝
残留的可能来源，除了含铝食品添加剂，也

可能来源于食物中天然存在的铝。

紫菜是塑料做的？
专家：涉谣者已得到严惩

【案例】2017 年 2 月，“塑料紫菜”视频
在网上疯传。视频中有人将紫菜泡水撕
扯，继而用火烧，称某品牌的紫菜很难扯
断，点燃后还有刺鼻的味道，是“塑料做
的”。

【解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新
闻宣传司司长颜江瑛：紫菜本身是一种非
常健康的食品，韧性较好，紫菜、塑料袋成
分组成差异大。针对这类谣言，食药监总
局加大了对食品谣言制造者、传播者的惩
处力度，“塑料紫菜”谣言的涉谣者已得到
严惩。食药监总局将推动建立社会多元主
体共治谣言的长效机制，让政府部门、专业
机构人士、相关企业、新闻媒体和公众形成
合力，“五位一体”击碎谣言。

白酒能抗癌？
专家：长期过量饮酒危害健康

【案例】2017 年 11 月初，在“中国传统
白酒研究重大突破”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

“首次在国际上检测并鉴定了中国传统白
酒中的非挥发性脂肽化合物——地衣素”
的消息。随后，一些朋友圈开始流传“白酒
具有抗病毒抗癌作用”。

【解读】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
食品卫生学系主任马冠生：白酒的主要成
分是乙醇，有的酒当中还有少量的糖、肽和
氨基酸，还含有其他非营养化学成分。适
量饮酒有精神兴奋的作用，但过度饮酒特
别是长期过量或者长期酗酒对健康会带来

危害。地衣素是一种非挥发性的大分子脂
肽类化合物，具有生物活性功能。但在白
酒当中发现地衣素不等同于白酒就具有相
应的生物活性功能，也不能得出在白酒中
发现活性成分，所以饮酒就有益健康的逻
辑推论。

谣言在朋友圈“死灰复燃”？
专家：朋友圈“爆文”需甄别

【案例】从“速成鸡”“激素鸭”到“浑身
是虫的皮皮虾”，“舌尖上的谣言”几度刷爆
朋友圈。记者调查发现，虽然一些诸如“去
年朋友圈热门谣言，今年不要再传了”此类
辟谣文章也有较高关注度，但是与此同时，
一些旧谣言改头换面后重新传播，动辄“10
万＋”，引起人们的焦虑。

【解读】食药监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稽查
专员李海锋：2017年，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
会办公室等 10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食
品安全谣言防控和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
主动公开政务信息，及时组织辟谣，严厉惩
处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2017 年以来，食
药监总局共发布辟谣信息 85条次，目前数
据库已经收录3万余条次。

清华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副所长苏
婧：在小道消息面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
其无”是不少人的心理；一次善意的转发，
往往无意间成为谣言传播的推手。究其原
因，对食品信息缺乏及时的科学解释以及
信息的不对称，为谣言肆虐提供了土壤。
公众在面对食品信息时，应多想、多听、多
看、多问，学会利用官方公布的信息查询渠
道求证，避免为谣言所伤。

（新华社发）

普洱茶致癌？紫菜是塑料做的？

2017年舌尖上的谣言，你免疫了吗？

醋泡蒜苗

蒜苗去除硬端切段，大蒜
头切片，尖红辣椒切段，姜切
片，与蒜苗段一起加盐拌匀，放
入洁净大口瓶中，加白醋、白
酒、适量冷开水浸没，密封，置
冰箱冷藏室，一周后取出可食
用，宜作早餐小菜。

麻辣蒜苗

蒜苗洗干净切段，入沸水
锅焯水后捞出，沥干，加盐、味
精、白糖，少许苹果醋、花椒粉、
辣油拌匀装碟作冷菜。

蒜苗炒山药

蒜苗切段，山药去皮切条，
放水中浸泡，加少许白醋，防止
变黑。红、黄甜椒少许切条，熟
方腿肉少许切条，所有原料入
热油锅煸透，加盐、白糖、味精
调味后勾芡，淋麻油起锅装盘。

蒜苗炒玉米笋

蒜苗切小段，玉米笋切斜
段，胡萝卜少许切柳叶片，熟火
腿切菱形小片，一起入热油锅
炒透断生，加黄酒、盐、白糖、味
精、少许鲜汤勾芡，淋麻油，起
锅装盘。

蒜苗炒肚条

老干妈辣豆豉入热油锅煸
香，出红油，放入切成条的熟猪
肚炒透，烹黄酒，放入蒜苗段炒
匀，加盐、鲜汤煮熟，放味精，勾
芡，淋麻油起锅装盘。

蒜苗炒腊肉

腊肉蒸熟冷透切片，姜丝
入热油锅煸香，放入腊肉煸炒，
下蒜苗段炒透，烹黄酒，加盐、

少许白糖、味精，淋米醋，勾芡，
浇少许麻油起锅装盘。

蒜苗回锅肉

带皮猪腿肉煮熟冷透，切
成大薄片，越薄越好，入热油锅
煸透出油，呈花瓣状，加入葱姜
蒜末、郫县豆瓣辣酱炒香，再放
入蒜苗段炒透，烹黄酒，加酱
油、白糖、米醋，少许鲜汤，放味
精，勾芡，淋红油起锅装盘。

麻辣蒜苗鱿鱼卷

蒜苗切段焯水，鱿鱼去衣
和皮，顺长切成 8 厘米宽的条，
在内侧切麦穗花刀，改刀成3厘
米宽的块，入沸水锅烫成卷，捞
出，用干布吸去水分，入九成热
油锅过油。锅中留余油，下葱
姜蒜末、泡红辣椒末、郫县豆瓣
辣酱，煸香出红油，再放入猪夹
心肉酱，用小火炒散，放蒜苗炒
透，下鱿鱼卷，淋上汁芡（盐、味
精、白糖、鲜酱油、香醋、水淀
粉）炒匀，淋红油，撒花椒粉起
锅装盘。

香辣蒜薹牛肉末夹饼

蒜薹嫩段切粒，胡萝卜、水
发香菇、去皮山药切粒，牛里脊
肉切粒上蛋清浆，面粉加温水揉
成面团，醒面后搓条下剂，擀成
12 厘米直径薄饼，入平底锅烙
成薄饼。牛肉粒入热油锅煸熟
盛起。锅中留余油，下葱姜蒜
末、泡红辣椒末、老干妈辣豆豉
炒香出红油，放入蒜薹粒、胡萝
卜粒、香菇粒、山药粒、嫩甜玉米
粒，炒透，再下牛肉粒，淋汁芡

（酱油、白糖、味精、黄酒、香醋、
水淀粉）炒匀，淋麻油起锅装盘，
用薄饼包食。

（茅伯铭）

脆嫩浓香蒜苗、蒜薹菜肴

新华社北京 1 月 22 日电
（记者熊琳）冬季供暖温度不达
标，是许多用户拒缴供暖费的
重要原因。在诉讼中，一些用
户因对政策和法律不了解，往
往难以提供有效证据维权。对
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
官提示，供暖维权应把握“三注
意”。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立
案庭法官胡美青表示，第一，供
暖开始前，用户应与供暖单位
明确约定供暖标准、温度、违约
责任等。如温度不达标，用户
应第一时间向供暖单位反映，
并要求上门测温。

诉讼中，一些用户提交自
己用温度计测温的照片，而单
方面测温照片因拍摄时间、地
点和真实性难以确认，往往不

被供暖单位承认。对此，法官
表示，第二项注意在于测温。
双方应在测温记录上签字，用
户可复制、保留测温记录。对
温度有争议时，也可拒绝签字，
并记录意见。必要时，可要求
第三方机构在双方在场的情况
下检测并保存检测报告，便于
维权。

法官表示，第三项注意是
供暖单位服务有瑕疵，用户应
向供暖单位或主管部门及时反
映，注意不要拖欠供暖费。拖
欠供暖费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还可能产生大额滞纳
金。诉讼中，如用户能提供有
效证据证明供暖服务确有瑕
疵，供暖单位也无法定免责事
由，法院在判决时会酌情考虑
减免部分供暖费。

法官提示：

冬季供暖不达标 用户维权“三注意”

新华社兰州 1月 23 日电
（李杰 屠国玺）正是数九寒冬，
中国北方多城市呼吸道疾病患
者激增，医院应诊压力突升。
中医专家建议，人们可以利用
一年中最寒冷的这段时间，展
开冬病冬治和冬养防病。

进入冬季以后，北方多城
市流感盛行，呼吸道疾病患者
持续增加。甘肃省中医院肺病
科专家介绍，慢性支气管炎、支
气管哮喘、肺气肿、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慢性咳嗽、慢性鼻炎、
慢性咽炎、反复呼吸道感染等
多种冬季常发疾病可采取“冬
治”法。

“冬病冬治主要采用三九
贴，即在一九、三九和五九三个
时间节点进行贴敷，或者食用
膏方。”甘肃省中医院肺病科医
师张慧介绍说，在实践中，“冬

治”法可以提高人体免疫能力
和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有
助于疾病治疗。

同时，利用数九寒天展开
冬养防病也十分重要。“食补是
冬养的最好方式”，甘肃省中医
院针灸一科医师金珏红介绍，
在冬季寒冷时节，北方群众可
适当喝些羊肉汤、牛肉汤，在汤
中加入当归、大枣、黄芪等食
材，能够提升营养增加免疫力。

“除了食补，更要律己，要
‘冬治’更要‘冬防’。”金珏红
说，冬季养生要按照气候变化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她建
议，老年人可以通过做保健操、
八段锦、太极拳等方式锻炼身
体；一些平日应酬多的中年人，
应尽量戒烟戒酒；而年轻人则
应该少熬夜，按时起床睡觉，不
要长时间玩手机电脑。

中医专家提出寒天养生建议：

要“冬治”更要“冬防”

“小龙虾浑身是寄生虫？”“紫
菜是塑料做的？”……随着人们的

“手机依赖症”不断加深，谣言在
微博微信平台出现新“变种”，有
的谣言似曾相识、真假难辨，有的
谣言被父母频频转发、笃信不疑。

面对谣言，很多人选择“宁可
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次善意
的转发，或许无形之中就成为谣
言的推手。专家指出，有关方面
应加强对食品信息的科普，解决
信息不对称问题，综合运用信息
公开、科普宣传、法律追责等手
段，提高公众对谣言的免疫力。

现在，护肤品柜台琳琅满目的产品
常让人眼花缭乱。尤其是一些“多功能
化妆品”，号称具有多种功效，如美白、
保湿、修复“三合一”精华液等。这些多
功能产品比单一功效的性价比更高
吗？北京东直门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
黄青从以下三方面来分析。

从成分配比来讲，要实现功能多样
化，加入的成分肯定比单一功效产品的
成分要多。但是受浓度的限制，每种成
分在整个产品中所占的比例就会减少，
导致每种成分的功能都不会很理想。

从成分性质来讲，每种成分都有其
物理和化学性质，如形态、比重、溶解
性、酸碱性等等，这些决定了哪些成分
可以在同一产品中共存，而不会发生反
应，导致性质变化，使功能减弱或消
失。成分越多，相互之间发生反应的可
能性就越大。

从产品的稳定性来讲，护肤品功效
越多，就需要加入更多保持其性质稳定
的成分，如乳化剂、增稠剂等。成分过
于繁杂，皮肤更容易过敏。所以，理想
的护肤品是用最少的成分，发挥最大的

功效。
另外，购买护肤品时，导购常建议

顾客成套购买产品。这对于护肤要求
单一的人，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可以
避免由于不同品牌成分冲突而引发不
良反应；对于护肤要求较多的女性就不
太现实了，最好自己能看懂成分表，知
道哪些可以搭配使用。如果做不到，尽
量选择同品牌而不同系列的产品成套
使用。无论怎么搭配，一定记住保湿是
基本护理，至少要有一种产品有此功
效。 （北日）

护肤品护肤品，，功能越少越好功能越少越好

据天津检验检疫局统计，2017 年经
该局检验检疫的进口饼干达1.2万吨，货
值约 3628 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31.1%
和 23%。春节临近，进口饼干深受消费
者喜爱，然而，一些问题却要引起关注。

在2017年质检总局公布的未予准入
的食品化妆品信息中，饼干类不合格的
现象频频出现，不合格原因集中在超范
围或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微生物污染、
标签不合格、超出保质期等方面，“洋”饼
干并不都安全可靠。天津检验检疫提醒
广大消费者，选购进口饼干时应关注以
下三大问题：

一是选择正规的购买渠道。尽量通
过大型商超或进口商品直营店等正规渠
道购买，海淘或代购的进口食品没有经
过检验检疫部门监管，有可能存在质量
隐患。

二是看中文标签。依据我国《食品
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进口的预包装食
品应当有中文标签，且标签内容和外文
内容要保持一致，必须包括食品名称、
配料成分、净含量、原产国、生产日期及
保质期、贮藏指南、进口商或经销商名
称地址电话等信息。无中文标签或主
要内容缺失的进口食品，建议消费者不
要购买。

三是审配料成分。饼干的主要成
分一般是小麦粉或米粉、淀粉，营养价
值较低。如果配料中添加了牛奶、坚
果、水果干或粗粮成分，则可以提高饼
干的营养价值。此外，还要注意饼干中
使用的油脂。普通植物油相对较好；牛
油、猪油、黄油等动物油脂饱和脂肪酸
高，营养价值略低；而含有反式脂肪酸
的起酥油、植物奶油、氢化植物油则对
健康不利。

（李鲲）

天津检验检疫局提醒：

“洋”饼干三大问题应注意


